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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大 校 园
360°e 青年服 务
中心 与法律援 助
中心联合主办“消
费者权益保护”普
法宣传活动现场。

“我们赢了！”2014 年全国大学生“三对三”
篮球联赛终场的哨声响起，“北京建筑大学是冠
军！”这句话通过赛事 DJ 的麦克响彻整个人民
大学世纪馆。在此之前，没人敢笃定北京建筑大
学篮球队的胜出。甚至，在全国鲜有人知道这支
校篮球队的存在。

一边是去年的冠军，平均身高 190cm 以上，
经常参加全国大赛、比赛经验丰富的上海交通
大学队，一边是身高优势不明显、仅利用课余时
间接受训练、从未站在如此大的赛场上比拼的
北京建筑大学篮球队。当这样的两支队伍相遇，
结局似乎不会有什么“悬念”。

然而，以弱胜强的故事，被这群小伙子重
演，这一切是偶然吗？当然不！

教练“张家军”“

“臭小子们集合喽！”
温和的目光，微微花白的两鬓，四十有余的

年纪。岁月让这位曾经和他的队员们一样在赛
场上拼杀的运动健将，少了几分凌厉，多了些沉
稳，而不变的，是体育人独有的爽朗与豪气。这
就是北京建筑大学篮球队主教练张胜。

张胜从 1998 年开始担任校篮球队的主教
练，至今已有 16 个年头了。可以说，这支队伍是
在张胜精心呵护下成长起来的。生源少，就去各
学院挖好苗子；能力差，就悉心教导，多加练习；
支持力度有限，就拿比赛成绩换支持———从组
队初期，参加学院组比赛获倒数第几名，到今天
的全国大学生“三对三”篮球联赛冠军……一座
座奖杯证明了他的坚持是值得的。

自从三个年轻教练加入教练团队，篮球队
的成绩更是直线上升。三个年轻教练，分别是张
宇、张哲、张明。巧了，一个篮球队四位教练都姓
张，注定了“张家军”要崭露头角。“我们是一家
人，该为同一个目标———篮球队的成绩与荣誉
而打拼。”张哲这样理解四个人的关系。

教练张宇是篮球队里巾帼不让须眉的女
帅：大眼睛，高鼻梁，高挑的身材配上白皙的皮

肤。在这个充满男性荷尔蒙的球场上，她的存
在，无疑是道美丽的风景。然而谈及性别问题，
张宇笑着摆了摆手说：“运动场上哪有什么男女
之分！”

汗水与泪水

在篮球场上奔跑跳跃的小伙子们———测绘
学院陈曦，土木学院张可、贾博、孙凯、宋琛、金
晨，经管学院唐浩辰、许晨，机电学院张育斌、张
宇辰，电信学院魏嘉衍、张放，环能学院刘泽宇、
黄赫、吴金旭，他们都是从各学院报名的几百名
学生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从大一开始入队到大
四、研究生，形成队伍梯队。

身高 180cm 的队员张可，在篮球队中只能
算是个“小个子”。可就是这个“小个子”在全国

“三对三”篮球联赛决赛场上灵活应对对方的
“大个子”，一开场便投中两记三分，最终七投六
中，使北建大篮球队如愿抱得冠军归。

从上大学开始，张可就在常规的训练之外，
给自己加码，从大一到大三，基本没有间断过。
夏天的中午太阳很毒，他被晒得特别黑，队友们
都说他是非洲球员。晚上他就着路灯练。从大兴
校区搬到西城校区，他就每天早晨六点起来练。

“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话，所谓的神话都是汗水和
泪水堆积出来的。”张可认真地说。

“是的！所有的荣誉都离不开汗水与泪水。”
队长陈曦的小腿在今年三月的运动中受伤，肌
肉断裂，一直到现在也没好，揭开黑色的护具，
小腿上断裂肌肉的凹陷清晰可见，这可能会影
响到他以后的运动。

事实上，五月份的首都高校大学生篮球联
赛上，四个主力队员都受了伤，最严重的是队员
张放，劳损造成的骨刺还做了手术。

“因为打篮球，换来这一身的伤病，值得
吗？”

“不能说值得，在训练和比赛中我们深刻体
会到，不付出哪来的收获和回报！”陈曦回答得
很坦然。

因球结缘

谈到这次全国大学生“三对三”篮球联赛的
冠军头衔，教练和队员们都表示“很惊喜，没想
到能走这么远”。

队长陈曦认为，篮球队能拿到冠军的主要
原因有三点：一是前期准备的充足。二是没有压
力。三是教练布置的战术非常成功。教练对队员
说：“咱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你们放松打！”在
这种无压力的环境下，小伙子们心里只有一个
念头：“无论如何，拼一把！”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十几年来，张胜教
练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新生，又送走了一拨又一
拨爱徒。队员们因篮球结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
人因为篮球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终身受益。
每年毕业时，都有许多用人单位直接找到篮球
队要毕业队员。2012 年，两个外地户籍的毕业研
究生队员因为有篮球特长，用人单位为他们申
请特批了两个留京指标；中建八局曾把当年的
毕业队员“一锅端”了。“队员们因为篮球得到了
更好的工作和发展机会，有的因为篮球找到了
终身伴侣，有的成为了公司的老总和单位的骨
干，有的毕业后自己开办了篮球培训学校……”
谈起自己的队员，张胜充满了自豪和骄傲。

冠军，是偶然的吗？当然不！
天道酬勤，冠军，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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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 温才妃

社团天地

你曾经茕茕孑立，感叹人
生寂寞如雪；你曾经如履薄
冰，维系心中坚持；你曾经踽
踽独行，探索前路渐行渐远。
你在深夜走过厚厚积雪，雪茫
茫路漫漫，与谁同行。你穿越
泥泞，却一直没有等到如期的
风景，你的那些失望我也一
样。你日夜努力却没有如愿以
偿，你不曾懈怠却未被眷顾，
你夜不能寐忧伤不已，可是依
旧在晨光中醒来，拥抱眼前现
实，寻找更好的人生。

这一路，没有且歌且行的
悠然，没有边走边爱的勇气，
没有在行走中消逝的淡泊，更
多的是在迷思中挣扎，在挣扎
中选择，在选择中坚定。你曾
经看轻自己，没有在那些年里
走得更远登得更高，你却也相
信努力付出的自己不会被辜
负，你值得更好的人生。

你为贪婪虚妄的期待买
单，你将不切实际的想法剔
除，你对懒散颓靡的自己苛
责，你为没有达到的目标惋惜，你因迟迟不
来的回应急躁。还好你不完美，却坦白自然，
笔直地面对真实的人生、纯粹的愿望与蜕变
的自己。今时今日，那些不知不觉的改变已
悄然发生，你渐渐发现那个挂着不知所措表
情的自己已经从容地协调着学习与工作，在
偌大的校园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你看到她
在风雨中环抱双手勇敢前行，比以往的每一
步迈得都更加坚定，她变得更加勇敢更加洒
脱更加笃定，她变得更加独立更加坚强更加
孤独，她变得更加自然更加亲近更加像她自
己，努力改变才认识自己真正的样子。你变
了，变得更像那个值得更好人生的自己了。

无数次黑夜里的诉说，无数次词不达意
的安慰，无数次无需多言的理解，无数次约
定更好的未来。裙角飘扬，盛夏开场，我们并
肩而站，你宽大的学士服里灌进夏日的暖
风，方正的帽檐随着动作轻轻颤动，我们默
契微笑，你将再见带过不提，我将祝福收好
没讲，迎着烈日，我们的影像耀眼得恰好。你
要奔赴何方，有着怎样的未来，我要留在此
地，坚持怎样的现在，时间那么长，穿过四季
的校园终将走到结点，我们不怕离别，只怕
开不了口的再见。

你在远方，我在原地，未能比肩，这又何
妨，我们遥远思念相互惦记就好，我们各自
努力迈向未来就好，我们不忘约定奋力向前
就好。你不相信人生悠然自得就能愿望成
真，你不相信不曾努力就能收获硕果，你不
相信历经磨难穿越险阻还走不到梦中的场
景，你不相信心酸痛楚换不来幸福喜悦，你
不相信沉潜多时换不来发光发热的一瞬，你
不相信所有的挣扎与煎熬换不来结果的精
彩与如愿。

你此时还未得到的应有回应还在赶赴
与你会合的途中，长路漫漫，灯火阑珊，你要
等一等，无论多久，你始终要相信，你值得更
好的人生。 （作者系天津工业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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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雯，你还不走吗？”“你们
先走吧，我还想在学校待会儿。”

这个放了学不愿意回家的
九年级孩子叫静雯，是平顶山学
院志愿者们在郏县长桥一中支
教时所在创新班的学生。她平时
活泼可爱，学习刻苦，是老师和
同学们的开心果，是爷爷、奶奶
的好帮手，妹妹眼中的好姐姐，
更是邻居心目中的乖孩子。

看着她，如果不是一次家
访，谁都不会把单亲、家庭暴力、
留守儿童跟她联系在一起。

发现问题及时行动

正值中午放学，创新班的学
生们陆续离开了教室，准备回家
吃饭，但静雯却坐在自己的座位
上，迟迟没有离开。她一只手支
着脸，头朝向窗户发呆。身为班

主任的志愿者冯冠源见状，走过去问：“静雯，怎
么不回家吃饭，家里没人吗？”“ 老师，不是的，我
不想回去，回去也吃不到饭。”

冯冠霖惊讶地反问为什么，静雯支吾半天也
没回答。冯冠霖见状说：“那今天跟老师一起去食
堂吃饭吧。”这个建议静雯没有拒绝，她跟着冯冠
霖走出了教室。

走在路上，冯冠源陷入深思，是什么原因让
静雯说出那样的话。于是，他决定找时间进行一
次家访。

像往常一样，冯冠霖走进教室准备上课，但
他首先宣布了一件事。“老师今天接到了一个任
务，要到同学们的家里去家访，有谁愿意让老师
去家坐坐？”结果在他意料之中，没同学愿意接受
家访。

“没有同学想让老师去你们家吗？那老师自
己决定吧。”冯冠霖说。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冯
冠霖试探性地问：“静雯，要不老师去你家吧？”
静雯听到冯冠霖的话后先是一怔，迟疑了一下
说：“可以，老师。”

纵受家暴内心刚毅

下午放学后，冯冠霖和其他几位志愿者一
起跟着静雯去家访。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静
雯不改她平时的活泼机灵，跟志愿者们玩起了
赛跑。她告诉志愿者们，她以后想当一名律师。

问其原因，她说：“当了律师就可以为大家维护权
利了。”

还没到家，志愿者们远远地就看到一位老人
在路口迎接，静雯高兴地说：“那就是我爷爷。”说
着，她三步并作两步跑到老人跟前，拉住他的手。

静雯的爷爷把志愿者们迎进家后，院里的景
象让志愿者们有点意外：院子破落而杂乱，屋里
一台老式电视，算是家里唯一的一件贵重电器。

在得知来意后，老人跟志愿者们交谈了起来。
他说，静雯的爸爸、妈妈在她很小时就离婚了，静
雯和妹妹判给了爸爸抚养。但他常年在外打工，静
雯就和比她小 6 岁的妹妹一直跟着老两口生活。

老人还说：“这孩子小时候受了太多的苦，她
妈妈经常打孩子，打起来就没个轻重，什么都不管
不顾。这孩子从小就听话，但常因一件很小的事被
她妈妈打肿脸，身上也总是青一块紫一块。静雯的
爸爸看不下去，在静雯八岁那年离了婚，她妈妈改
嫁后再没来看过静雯姊妹俩。”

听着讲述，志愿者们不禁红了眼圈，而静雯
却捂着脸静静地坐在爷爷身边，低着头不说话，
没掉一滴眼泪。志愿者们明白了，静雯为什么要
当一名律师。

早当家的孩子需更多关爱

志愿者们了解到，静雯的爷爷、奶奶今年已 66
岁了，身体不很好，懂事的她就成了他们生活上最
大的帮手。家里洗衣服，帮妹妹梳头发，下课还要
到集市上买菜、做饭，她尽最大努力分担着家务。

志愿者们准备离开时，静雯说：“我特别想爸
爸，希望他能多回家来陪陪我和妹妹，哪怕时间
不长，同时，爷爷奶奶也需要人照顾。”

静雯的爷爷说，他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静雯
和妹妹能好好学习，将来都能考上大学。静雯听
后马上说：“爷爷，您就放心吧，我当着老师的面
向您保证，我和妹妹一定会好好学习的，我以后
肯定能当个大律师！”

临走前，志愿者们和他们一家人合了影，照
片上一家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笑容。虽然家庭贫
困，静雯也没有像同龄孩子一样得到父母满满的
爱，但她的坚强、懂事，使这个看似不幸的家庭充
满了温馨。

出了家门，静雯拥抱了随行的女志愿者。静
雯的爷爷走路不太方便，一直目送志愿者们走出
村口，嘴里不停地说着：“谢谢，谢谢！”

家访后，志愿者们表示，要继续用最适当的
方式，给静雯这样的孩子带去更多的爱与温暖，
让他们在未来的路上能够快乐成长。

冠军，必须的！
———记2014 年全国大学生“三对三”篮球联赛冠军队

姻本报通讯员 高蕾 高源 秦亚伟

学子情怀

在一头雾水不知所措的同学面前指引方向；在邪恶势力与
正义力量碰撞的消费侵权事件中拔刀相助；在同学与老师的沟
通里搭建桥梁……这就是我们福大 360°e 青年服务中心。

———摘自“福大 360”微博签名

“同学，请问你需要学校改善哪些问题？”
“在学校生活中，你有没有感觉到哪些不方

便？”
……
在今年 3 月 15 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来临之

前，一场特殊的“扫楼”活动正在进行。
洪彩霞带着组员叩开数理综合班的宿舍大门，

迎接她的是一张张看起来有些稚嫩的“笑脸”。楼里
多是大一新生，新生对校园生活环境并不熟悉，见
到有人来征求他们的意见、看法很是热情。“有些同
学当场就问了好些问题，我们马上就记录了下来，
一些场地申请流程、生活琐事的问题我们当场就解
决了。”洪彩霞兴奋地说。

组织这场“扫楼”活动的是福州大学校园
360°e 青年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360 中心），洪彩
霞是中心联络部副部长、市场营销专业学生。这
个成立了 6 年之久的社团，在学校拥有颇高的人
气，因为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帮助学生“排忧解
难”。

校园生活无小事

食堂的菜太咸了，教学楼的灯坏了，水电费
太贵了……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放在大
学校园的论坛、宿舍里就是学生日常记挂的“大
事”。这类的帖子、话题，几乎占据了学生谈资中
的“半壁江山”。

福大校方认为，不能对这些细小的诉求视而
不见。2008 年 5 月 4 日，在校团委的建议下，福大
成立了 360°e 青年服务中心，帮学生搭建起一
个投诉、咨询、服务的平台。

现任 360 中心主任、材料学学生方国标告诉
《中国科学报》记者，“3600”的意思是全方位服务
同学，e 是 electronic（电子的）的缩写，“我们通过
QQ、贴吧、电子邮箱、微博、微信等方式，对同学
的问题进行解答，并把解答方案公示在线上，让
更多人知道处理结果和解决方案”。

据他介绍，360 中心有意见和建议、问题咨
询、消费维权服务三大块工作内容。“就像是开在
学生当中的‘办公室’，像办事场地、医保流程、商家
侵权……这类问题，360 中心都可以帮得到忙。”

“快速便捷，靠谱！”这是材料学学生李志豪
对 360 中心的评价。他曾接受过 2 次 360 中心的
服务，第一次是打听校选课超了学分是否要收

费，与 360 中心一通 QQ 聊天为他方便地解决了
问题。第二次申请教学区场地，他干脆直接找到
360 中心，“依然得到了快速解决”。“上周六，我还
在 QQ 上向他们问问题，没想到 360 中心周末还
有人值班。”

“一些学生会认为校长信箱门槛比较高，且
因为位置固定、不显眼也容易被学生忽略，而 360
中心本身就是学生社团，在学生心目中亲和力更
强，且方便、灵活，更容易被学生接受。”福大团委
社会实践与志愿者工作部部长杜领军如是说。

对于同学、老师的赞誉，方国标并不自满，他
表示，360 中心之所以能够实现快速便捷，在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建立了联动机制，聘请了学校 22
个部门的 24 位老师作为福大共青团 12355 服务
热线“特约顾问”。“因此，在问题的咨询、解决上
更加专业，也更加得心应手。”

远比一个接线员辛苦

如果把他们的工作想象成“接线员”，那就错
了。事实上，他们的工作远比一个接线员辛苦且
充满智慧。

“扫楼”活动后期，360 中心整理了“校园十大
人气投诉问题”，连带着常见问题，做成了展板反
馈给同学。这是同学们可以看得见的一面。而看
不见的一面，则是他们派出了顾问小组，解决同
学们提出的、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

有同学建议开设“通宵自习室”，为了验证可
行性，顾问小组间断性地咨询了 1 个多月，跟图
书馆、教务处、保卫处、后勤基建的老师打了一圈
交道。尽管考虑到教学区和生活区有一段路，学
生晚归不安全，最后得出的结论有点“沮丧”，但
是他们确实为此努力过了———尤其是跟后勤老
师举行过 2 次座谈会。

“我们会在线上明确告诉同学处理结果，还
会继续征求他们的意见。如果有更好的解决方
案，我们还会再论证、解决。”洪彩霞说。

这样的顾问小组行动，并不仅仅局限于“3·15”
时段。

去年，同学们投诉校内一家水果店果品质量
有问题，而且还玩“七两秤”。360 中心联络部部
长、软件工程专业学生钟后苗听了很气愤。“去年
我们就曝光了一次，结果老板今年重蹈覆辙。”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当顾问小组找到水果

店反映诉求时，老板不仅没有悔改之心，竟当众
抵赖撒泼。忍无可忍之下，顾问小组找到了专门
管理校内商家的商管部反映问题，直接的结果就
是在新一轮的校内商家招标中，那家水果店因风
评太差被取消了入驻资格。

“校内商家还好办，有学校可以帮忙，校外商
家、同学们行为规范才是最头疼的。”钟后苗叹了
一口气。

学生街有一家烧烤店，音乐声开得震天响，
一墙之隔的学生宿舍 1 号楼、2 号楼“再无宁日”。
同学投诉的第二天，顾问小组就找到烧烤店进行
交涉，最后对方同意在 22 点半学生休息前停放
音乐。但是，从烧烤店饭桌上传来的噪音却是无
法改变。“起初是学生来投诉这个问题的，但现在
又反过来影响自己的同学，我们也无可奈何，只
能通过网上呼吁大家文明用餐。”

形成互帮互助的理念

走进 360 中心办公室，白墙上张贴着黄绿色
底纹的活动照片，一股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360 中心信息服务部部长、公共管理系学生
连伊纯正在办公室搜索“场地申请”流程，只见她
在搜索系统中输入关键词，场地申请的流程便跃
然而出。

据她介绍，如今搜索系统已积累了上千个问
题及解决方法，“都是一届届成员双手敲进去
的”。通常在同学提问的当天或延后的一两天内，

便有专人录入这些信息。
开学初是最辛苦的时候，连伊纯要收集各学

院学生会、班级微博、班长、团支书的联系方式，
以及商家信息等等。这些看似枯燥的工作，在连
伊纯眼里却挺有成就感，“问题总会用得上嘛，还
锻炼了我各种搜集信息的能力。”

同样觉得这份工作颇有成就感的，还有福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黄艺杰。“‘3·15’那阵
子，我经过食堂看见 360 中心整理出了很多精细
的问题，就在想，我能不能也加入，为大家服务。”

现在，黄艺杰已经是 360 中心的一分子。尽管
相比社团成员大一、大二的成员，他是大三的老大
哥，尽管在刚加入时被宿舍同学开玩笑、当“包打
听”，但他为同学服务的热心没有丝毫减弱。

“我本身就对校园生活挺关心的，而且在服
务同学的过程中，还能发现商机。”黄艺杰说，有
同学反映教材只用一次太过浪费，他酝酿出了一
个二手书市场的创业计划，目前正在筹备。

方国标告诉记者，360 中心纳新只有一个标
准，有为同学服务的热情就欢迎他们加入。“我们
并不一定要求他们能力突出、性格活跃。从某个
程度来说，只有你帮我一下，我帮你一下，互帮互
助的理念才会在大学生中形成。”

社团换届，走了一届，又来一届。QQ 群里不停
加人。每一次“前辈”的离开都很是不舍。杜领军表
示，虽然社团里没有了职位，但是校团委还会给他
们颁发一个“荣誉主任”的聘书，“让这些热心肠的
学生们有存在感，继续在社团中发挥余热”。

2014 年全国大学生“三对三”篮球联赛精彩瞬间。


